
《共产党宣言》带来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让中国共产党人

在世界格局中谋划民族复兴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道

路。11 月 6 日在复旦大学召开

的《共产党宣言》与中共百年研

讨会，从“《共产党宣言》翻译与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陈望道

的心路历程”、“陈望道教书育

人思想理念”三个角度进行了

广泛讨论。

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

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成

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源。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周亚明

希望更好地传承这份“红色基

因”，将“这些珍贵的史料研究

好、保护好”，加强对中国共产

党与《共产党宣言》的理论阐释

和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化对陈

望道老校长生平事迹和心路历

程的解读，积极促进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

研讨会共收到投稿百余篇，

内容涉及《共产党宣言》译本的

各类版本、《宣言》中所蕴含的

马 克 思 主 义 原 理 及 其 现 实 意

义、陈望道的生平事迹、陈望道

修辞学文学研究等多个方面。

经过反复甄选，优中选优，有近

三 十 篇 论 文 作 者 参 加 了 研 讨

会。受疫情影响，无法莅临现

场的外地学者采用现场播放发

言视频的形式参会。

《共产党宣言》翻译与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

“百年来，《共产党宣言》催

生了中国共产党，我国发展的

各个阶段都与《共产党宣言》的

思想有关。”复旦大学退休教

授、陈望道之子陈振新说。

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

品越从中国西学东渐的三次思

潮谈起，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

宣言》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社

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勾连。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吴宁和上海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石丹

阳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百

年践行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

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

历史使命，这三大历史使命引

领中国人民向实现“每个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迈进，与《共产

党宣言》宣布的共产党人的三

重历史使命紧密契合。

在探讨《共产党宣言》意义

的宏观叙事之外，更多的学者

聚焦微观视角，还原历史细节，

以小见大、寓理于史。复旦大

学历史学系陈雁教授从探究中

共一大会议究竟由谁承担会议

翻译工作入手，梳理了一大前

后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译介马

克思主义文献的能力，中共发

起人的国际视野、外国语学社

的干部培养模式等问题，指出

正因为有着杰出的外语能力与

广阔的国际视野，第一批中国

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

想时，有能力“嫁接”东西方，有

能力迅速而准确地译介马克思

主义思想，而这正是中国共产

党不断壮大的重大基础。学者

们还从 1920 年底陈望道担任共

产主义小组劳工部长时期的工

人运动理论翻译切入，追本溯

源，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人

群众路线，以及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作出的初步探索。

分析了陈望道、《新青年》上海

编辑部与中共建党的关系：由

陈望道担任负责人的《新青年》

上海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是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基

础；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

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

发起组。而后正是由上海发起

组牵头组织召开了中共一大。

分析了陈望道参与刊物《微音》

的“复活”与编辑过程，理解其

如何将基督教内的进步力量团

结到党的周围，为 1930 年代初

左 翼 文 化 阵 营 的 壮 大 做 出 贡

献。

《共产党宣言》译本的各类

版本考证也备受学者们关注，

指出目前所见的首版《共产党

宣言》中文全译本12 册藏本中，

仅有上海社科院图书馆藏本是

陈望道亲笔签赠本。《共产党宣

言》广饶孤本具有特殊价值，它

的传奇经历是中国农民阶级直

接根据《共产党宣言》揭示的真

理开展革命的缩影，证实了《共

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问世的

确切月份。

教书育人理念：“古今中外
法，学术中国化”

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

本首译者”的光环之外，陈望道

还有诸多身份：复旦大学首任

校长、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著

名的新闻教育家。研讨会上，

陈望道的教书育人理念也成为

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对望老的

研究视角越来越宽，高等教育、

立德树人、翻译观、诗学观、对

望老的研究、对《共产党宣言》

的研究等，形成系统集成的研

究阶段。”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院长李冉这样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

瑚梳理了陈望道在新闻教育方

面的工作与教育理念。指出在

中国新闻教育史上，复旦新闻

学院的办学历史最长、社会影

响最大，对此，陈望道居功至

伟。陈望道自 1924 年起就开始

参与复旦新闻教育建设，1941

年起全面主持复旦新闻学系工

作达 9 年之久，把复旦新闻学系

建成了名副其实的“天下记者

家”，为复旦新闻教育、同时也

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建设作出了

诸多创新性贡献。

陈望道第一位研究生、中国

修辞学会会长陈光磊在《术业

秉本心，为学求化境》一文中通

过立志、倡新、求化三个方面，

指出陈望道为中国语文的现代

化、规范化和中国语言的发展

作出的贡献，体现了陈望道进

行修辞学发展背后推进中国现

代化进程的价值追求。在他看

来，陈望道主张的“古今中外

法，学术中国化”对当下学界具

有重要启迪。“我们所期待、所

追求的是文化学术上国际化与

民族化的接合与融通、现代性

和传统性的接合与融通。陈望

道先生的学术研究取向，正是

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启发和

导引。”

学者们认为，陈望道的革命

生涯和语言学事业相辅相成，

没有对审美人生的追求，就没

有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译

本。陈望道从法科到社会学，

再转向修辞学、语言学的学术

路径，揭示了其背后对于推进

民族国家现代文明进程的心路

历程。

1979 级国际政治系校友李

彬勇向母校捐赠了用朱砂抄写

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

全文，周亚明颁发捐赠证书，校

档案馆回赠李彬勇校友学籍档

案“复旦履痕”纪念册。

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国共

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

中心、《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

望道旧居）和复旦大学望道研

究院主办。

李冉总结本次研讨会说：研

讨会一年比一年办得好：宏观

与微观研究结合的越来越好，

双向对话之下增添了学术支撑

和说服力；研究视角越来越宽，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翻译观、

诗学观、对《共产党宣言》的研

究等，形成系统集成的研究阶

段；研讨会的价值越来越强，会

议研讨的成果能够更好地服务

于当今新时代的治国理政的需

求；从学术发展共同体的角度，

不同学术路线的老中青三代齐

聚研讨，传承学术话题，凝聚学

术精华，发扬学术精神。未来

期待研讨会能够汇集人才和思

想，成为望老研究的学术制高

点。 文/刘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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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与中共百年研讨会召开

“陈望道手稿及著译作品展”展品背后的故事
为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

130 周年，“陈望道手稿及著译

作品展”日前在文科图书馆

一楼大厅开幕。本次展览由

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复旦大

学档案馆、复旦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联合主

办，精选了陈望道的题辞、信

函、讲义与学术研究论文、讲

话稿等手稿，以及各版本的著

译作品。

陈望道先生于 1944 年炎

夏开始奔走募集资金创办当

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

1945 年 4 月 5 日，他亲自募捐

筹 建 的 复 旦 大 学 新 闻 馆 落

成。新闻馆特别挂了两幅字，

馆内是系训“好学力行”，门口

则是一副对联：“复旦新闻馆，

天下记者家”，而他自己却因

过度疲劳抱病卧床一月。这

便是“好学力行”这四字题辞

的由来及背后的故事，蕴藏着

望道先生在那个国民党白色

恐怖笼罩之下坚持宣传真理、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长远思考

与理想。

1920 年春，陈望道到上海

参加上海工人运动并筹建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恰逢陈独秀

要去广州，他担起主编《新青

年》的重任，马克思主义论著

的发表愈发强烈的爆发，《新

青年》更加稳固了作为传播马

克思主义主要阵地的地位。

陈望道撰写的《修辞学发

凡》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修

辞学的巨著。十余年里，他多

是利用早上、晚上以及星期日

的余暇，勤求探讨修辞学，有时

为了处理一种辞格整夜不眠，

十几年间换了多少次例证已不

可考。有时为了一种提法、一

个例句，他可以同刘大白和乐

嗣炳先生从夜里讨论至到破

晓。最后用到书中的例句，只

是他收集的千百个例句中的一

小部分。 文、摄/王泽群


